
2008 年 7 月
第 10 卷 　第 4 期

国际论坛
International Forum

J ul . , 2008

Vol . 10 　N o. 4

中外关系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美国因素
———以中国加入金融特别行动组为例

宋国友

　　[摘要 ] 　中国不断深度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的必然阶段。美国作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国在其中发挥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简要回顾中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历史之后 ,以中国加入金融特别行动组为例 ,重点考察美国在中国参

与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利益评估、政策实施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最后 ,本文就中国未来如何更好地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作用给出了初

步的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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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入研究中国参与全球性国际组织 ,不仅要分

析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 ,还必

须要考察美国在其中扮演的作用。因为美国作为现有

国际体系的主导国 ,毫无疑问制约着中国加入国际组

织的方方面面。考虑到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以及美国

是现有国际体系“现状国”的事实 ,美国因素在中国参

与国际组织中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只有在“中国 —

国际组织 —美国”三边互动的平台上 ,才可以真正把握

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全貌。特别是在美国拥有巨大影

响力的国际金融体系领域 ,美国的角色尤为重要。

鉴于此 ,本文将以中国加入金融特别行动组 ( Fi2
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 以下简称 FA TF) 为案例 ,

深入研究美国在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中所发挥的

作用。

一、中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历史回顾

自 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 ,参与重要国

际组织便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不过 ,中国参与关键

性的国际金融组织 ,却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

初。〔1〕这种情形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第一 ,台

湾地位问题是中国参与任何国际组织首先要考虑的因

素 ,而只有当 1979 年中美建交之后 ,台湾的国际地位

才得以进一步地明确。第二 ,中美在战略上合作对抗

苏联的态势日益明朗 ,这推动了美国支持中国加入其

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 ,包括国际金融体系。第三 ,改革

开放政策的确定使得中国参与重要国际金融组织成为

应有之义。中国一方面需要适应国际金融规则 ,另一

方面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的各种资源。

从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历程来看 ,大致上可

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 ,上世纪 80 年代初参加世

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这两大国际金融

机构是国际金融领域最为著名和最为重要的。尽管遇

到了一些障碍 , 但总体而言中国加入的过程还算顺

利。〔3〕第二阶段 ,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相继加入国际

金融协会和国际清算银行。相比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这两大金融机构更具针对性。国际金融

协会主要由世界知名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组成 ,而国

际清算银行由各国中央银行组成。〔4〕这表明经过一段

时间的发展 ,中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已经到了较为深

化的程度 ,超越了以往以“国家”为组织成员的参与模

式。第三阶段 ,2007 年加入 FA TF。FA TF 虽然知名度

以及重要性都要比其他全球性金融组织小很多 ,但其

对中国而言 ,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全

能型或者论坛型的金融组织 ,而是一个专业性的金融

机构 ,专门负责处理全球反洗钱的国际协调事务。另

外从成员组成看 , FA TF 主要以 O ECD 发达国家为主 ,

加入的门槛较高。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目标也经历了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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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在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早先阶段 ,主要

着眼于获得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这是由当时中国窘

困的经济情况和财政预算所决定的。从 IM F 来看 ,

1981 年和 1986 年中国曾先后从 IM F 借入 7 . 59 亿和

5 . 98 亿特别提款权用于弥补国际收支逆差。〔5〕中国在

参与世界银行集团的初期也是如此 ,从世界银行集团

获得的贷款个别年份曾占中国政府支出的 4 . 2 %和国

民生产总值的 0 . 6 %。〔6〕

但是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力的迅速提

高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目标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后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获得贷款虽然仍很重

要 ,但已经不是中国政府最为看重的目标。〔7〕中国在这

一阶段加入的重要国际金融组织并不直接发放贷款 ,

而只是提供了一个对话和沟通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

各成员能够就一些重要的议题发表看法。这显示出中

国转而重视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平等身份。

步入 21 世纪后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经验日

益丰富 ,同时国家经济实力也进一步增强。在这种情

况下 ,目标重点再一次发生变化 ,力图在长期由西方国

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内发挥一定的影响力。此点从

两个方面得以体现。其一 ,中国于 2006 年 9 月扩大了

在 IM F 中的投票权重 ,并凭此成为 IM F 的第六大权重

国。其二 ,2007 年 12 月 ,中国首次对世界银行集团下

属的国际开发协会捐款 , 从受援国家转变为捐款国

家。〔8〕虽然上述事件的象征意义都要大于实际意义 ,但

也说明中国对待国际金融机构的态度确实发生了某些

变化 ,希望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发挥更大影响。

综上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目标经历了从最

初的获得贷款、拥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身份 ,转为重视在

金融领域的平等地位和对话平台 ,进而扩大在国际金

融领域的影响的发展过程。换言之 ,从物质性需求 (贷

款) 到身份性需求 (国际金融体系的认同) 再到影响力

需求 (份额和代表权) 。

二、案例选取说明

之所以选择 FA TF 作为分析案例 ,是因为中国加

入 FA TF 的过程很好地展示了现阶段美国在中国加入

国际金融组织上的角色和作用。

首先 , FA TF 非常重要 ,能够较好地体现出美国在

国际金融方面的利益。FA TF 是制定国际反洗钱、反恐

融资标准及监督标准实施的政府间组织。它于 1989

年 7 月根据西方七国集团的经济宣言建立 ,秘书处设

在经合组织 ( O ECD ) 巴黎总部内。FA TF 的任务涵盖

三方面 :制定和推广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领域的标准建

议 ,促进全球性反洗钱网络的建立 ;监督该组织成员对

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建议的执行情况 ; 研究总结洗钱和

恐怖融资的趋势、方法和技术以及相应的打击措施。〔9〕

FA TF 所订立的反洗钱建议实际上已成为反洗钱领域

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 ,无论对成员国 , 还是非成员

国 ,都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 ,美国在 FA TF 中处于主导地位 ,不仅是相关

规则的重要制定者 ,而且是决定中国能否加入的关键

力量。在国际反洗钱的标准方面 , FA TF 主要通过

“40 + 9”项建议加以约束。“40 项建议”在 1990 年制

订 ,在最初的咨询和设定期间 ,由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

西方发达国家主导 ,也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

市场情况为考虑和适用对象。在发生“9 ·11”恐怖袭

击事件后 ,美国政府进一步特别提出新的“9 项建议”,

要求国际社会迅速采纳以便更为有效地帮助美国打击

恐怖分子的融资活动。因此可以看出 ,无论是“40 项建

议”还是“9 项建议”,其所规定的反洗钱规则事实上是

美国推动和主导的 ,这反映了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的

制度优势。

除了具有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之外 ,美国还拥有

审查某个国家是否成为 FA TF 成员国的权力。按照

FA TF 的规则 ,接受哪些国家成为新的正式会员国或观

察员 ,必须经过 FA TF“老”成员国的评估、审议和批准。

换言之 ,中国要加入 FA TF ,除了要遵守 FA TF 的逐项

规则要求 , 最终还要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国的

同意。

第三 ,中国主动地想参与 FA TF ,这种情形也符合

中国和大多数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参与 FA TF 对现

阶段的中国有着如下重要意义 : (1) 有助于中国在反洗

钱和反恐融资领域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2) 推动反洗

钱和反恐融资工作的国际合作 ; (3) 有利于中国的反洗

钱和反恐融资体制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 ; (4) 有利于

国内金融机构加强风险内控。〔10〕正是基于上述考虑 ,早

在 2002 年 9 月 ,中国就表示将积极参与反洗钱和打击

恐怖融资的国际合作 ,并愿意与 FA TF 合作。在 2004

年 2 月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正式代表中国政府

明确提出要求加入 FA TF ,并为符合 FA TF 的要求做了

大量的工作。

从上述三点分析可知 ,中国加入 FA TF 这一案例

集中体现了中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基本要素 ,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 ,可谓是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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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的利益和政策

美国在衡量中国参与 FA TF 上 ,主要有两大方面

考虑。第一 ,是否支持中国加入 FA TF ? 这主要涉及美

国自身的利益评估。如果美国觉得中国参与 FA TF 不

符合甚至有损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那么其理性的选择

是利用其在 FA TF 内的影响力通过某种方式拒绝中国

的参与。第二 ,如果确定中国参与 FA TF 有利于自身

利益 ,那么采取何种政策能够保证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

这属于政策评估。在支持中国加入 FATF 的战略确定

的前提下 ,美国具体会采取哪些政策来实现美国的利益 ?

从利益评估来看 ,第一 ,中国加入 FA TF 有利于确

保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FA TF 是在美国的倡

议下设置的 ,美国在其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 ,

FA TF 的主要条款并非独立发挥作用 ,而是得到了世界

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 F) 的认可和支持。正是

由于获得了这两个主要国际金融组织的配合 , FA TF 所

推荐的“建议”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成为最普遍和

主流的国际反洗钱规则。众所周知 ,无论是世界银行

还是 IM F ,都受到美国的极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 ,

FA TF 和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相互支撑和契合 ,

强化了美国的全球金融力量。中国加入 FA TF ,而不是

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与其竞争的反洗钱金融组织 ,事实

上有利于美国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

第二 ,有利于美国政府把金融作为外交手段使用 ,

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9 ·11”事件发生后 ,美国迅速

发动“反恐金融战”,把在金融领域的反恐作为打击恐

怖主义的重要方面 ,试图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供给。

为此 ,美国财政部做了大量的努力 , FA TF 则是美国反

恐融资战所依靠的主要国际金融组织。由于金融全球

化的深化 ,作为经济大国之一的中国也开始在国际金

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必须把中国也纳入到其

编织的全球反恐金融网络中 ,才更有把握赢得胜利。

第三 , 有利于美国对华整体战略的实施和推进。

无论是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战略 ,还是布什政府的“利

益相关者”政策 ,美国冷战后对华总体战略都是鼓励中

国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要求中国承担

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11〕这意味着美国要引导和支

持中国成为某些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具体到 FA TF

而言 ,美国只有让中国加入之后 ,才能要求中国在国际

反洗钱等方面扮演相匹配的角色。

第四 ,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和透明度提升 ,确保

中国与反洗钱相关的金融制度符合国际规范和美国要

求 ,这符合当前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对华政策。〔12〕中国要

想加入 FA TF ,必须接受 FA TF 所规定的一系列规则。

而这些规则当中 ,不少是要求中国金融市场某种程度

的对外开放的 ,比如“各国应迅速以具建设性和有效的

方式 ,就清洗黑钱及恐怖分子融资活动的调查、检控和

有关法律程序 , 提供范围尽可能最广泛的司法互

助。”〔13〕此外 , FA TF 还存在着关键性的“相互评价”

( m ut ual eval uation) 机制 ,规定 FA TF 每隔一段时间要

对成员国是否履行相关规范进行检查 ,并提出改正意

见以确保其符合 FA TF 的要求。

在明确了利益之后 ,美国政府允许、支持甚至希望

中国的加入。但纵观整个中国加入 FA TF 的历程 ,不

难发现美国政府的政策还具有相当的策略性 ,以期在

中国加入 FA TF 的博弈中付出较小的成本 ,取得更大

的利益。这主要有两大表现。一方面 ,把支持中国加

入 FA TF 作为美方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S ED ) 中的重

要筹码。金融服务业一直是两国 S ED 谈判的关键议

题之一。在 2007 年 5 月举行的第二次 S ED 上 ,美方做

出的为数不多的承诺就是“强烈支持中国在 2007 年 6

月召开的 FA TF 全会上成为 FA TF 成员”。〔14〕换言之 ,

用支持中国加入 FA TF 换取中国在其他方面的重要让

步。另一方面 ,为了推动中国的加入 ,美国把中国加入

FA TF 和批准中国的银行在美国设立分行相挂钩。

2007 年 11 月 ,美联储在批准招商银行在纽约设立分行

的准许令中明确提及 ,“中国加强了在反洗钱制度上的

建设”,“已经是 FA TF 的成员”,招商银行也“已经采取

了符合 FA TF 建议的措施 ,制定了政策、程序和控制手

段以保证持续符合所有法律和规定的要求。”〔15〕在这

里 ,加入 FA TF 变成了美国批准中国银行在美国设立

分行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 ,如果中国不加入 FA TF

的话 ,美国今后就无法批准任何中国的银行在美国设

立分行。

四、对中国的影响

不可否认 ,美国借助 FA TF 对中国的相关金融领

域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美国主导同

时也体现了美国利益和特点的反洗钱国际规范嵌入了

中国反洗钱制度。中国现有的反洗钱体系 ,无论是法

律规范 ,还是部门设置 ,都大体上遵循 FA TF 的标准进

行了一番调整。

从法律规范来看 ,在加入 FA TF 之前 ,中国并未拥

有完善的反洗钱制度。为了尽可能快地加入 FA TF ,中

国按照 FA TF 的要求在短时间内建立和完善了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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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体系。首先 ,中国签署和批准了在反洗钱和反恐怖

融资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 ,特别是《制止向恐怖

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其次 ,中国政府制定了

《反洗钱法》并得到全国人大通过。中国政府关于反洗

钱问题的研究早在 1996 年就已经开始 ,有关部门做了

大量调研的工作 ,但由于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 ,最终没

有形成法律。由于 FA TF 要求各成员国必须有相应的

明确的反洗钱法律 ,中国政府也因此加快了《反洗钱

法》的制定步伐。2004 年 3 月 ,全国人大组织启动《反

洗钱法》立法工作。2006 年 10 月 ,十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此外 ,中国还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关于洗钱犯罪的规

定 ,使其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16〕第三 ,为了使《反洗钱

法》更具操作性 ,继 2006 年 11 月修订发布《金融机构

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

理办法》两个法规后 ,中国人民银行又迅速颁布了《金

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并会

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发布了《金融机构客户

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

这些配套规章细化了国内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 ,进一

步明确了反洗钱监管职责。上述条约、法律和规章组

成中国反洗钱的基本法律架构。

就中国负责反洗钱的政府部门设置而言 ,也经历

了一番变迁。变迁的总体特征是符合国际惯例 ,突出

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的地位 ,弱化其他部门在其

中的权限。原先中国政府的反洗钱部门设置中 ,反洗

钱工作主要由公安部负责 ,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其他

相关部委配合。但这种设置明显与 FA TF 成员国的情

况不符 ,不利于反洗钱方面的国际合作。有鉴于此 ,在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

构方案和中央编办《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

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意见的通知》中 ,原由公安部承担

的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的职责被划入到中国人民

银行。原本人民银行于 2002 年内设的反洗钱处也升

格为反洗钱局。2003 年底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

进一步明确人民银行负责“指导、部署金融业的反洗钱

工作 ,负责反洗钱资金监测”。同年 ,国务院还修改了

《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批准改由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为反洗钱部际联席会议的召集人。中国人民

银行正式成为国务院反洗钱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 ,在

国际上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开展

反洗钱合作。

除了上述法律体系和部门设置的有形影响之外 ,

中国在加入 FA TF 过程中还折射出了意义更为深远的

变化 ,即主权因素在中国加入参与国际金融组织中的

重要性有所下降。直到 2002 年 ,中国政府还提出“中

国一贯认为 ,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工作应在

联合国主导下由各国政府组织实施 ,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应在其章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反洗钱和反恐融资

工作”,“要尊重各国政府的主权和各国国情 ,充分发挥

它们的自主权和主动性。”〔17〕显然 ,上述表态与传统的

中国对国际组织的认知和态度相一致。不过中国在随

后的申请加入 FA TF 过程中 ,却很少提及主权问题 ,这

表明中国对待国际组织 ,至少是国际金融组织的态度

发生了很大变化。主权等因素虽然重要 ,但必须要和

国家“发展”相统一。进一步地 ,外事工作都“必须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 ,在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18〕

五、结语

通过剖析中国参与 FA TF 的进程以及美国在其中

发挥的作用 ,初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过程中 ,美国确

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是复杂的 ,很难

用“接触”或者“遏制”这样的词语来描述 ,或者现实主

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某一单独流派来解释。它似

乎更是美国对华战略和实际利益相结合考虑之后的产

物 ,同时还必须被放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考察。显而

易见 ,如果美国不是为了反恐战争的需要 , 中国加入

FA TF 就不会这么顺利 ,或许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其次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 ,并不是在美国的压

力或者鼓励下进行的 ,而是基于自身的需要。换言之 ,

中国自身的要求是最为主要的动力。当然 ,不同时间

段动力的具体原因并不相同。美国虽然在中国是否愿

意加入金融组织上无法施加直接影响 ,但在中国能否

加入这一问题上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总的一个趋势

是 ,美国对于中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并不反对 ,但是也

希望因此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

最后 ,中国与美国及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

关系 ,可以从两个角度观察。从需要角度判断 ,随着中

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壮大 ,两者的关系变得较为对称和

平衡。一方面 ,中国需要国际金融体系 ,另一方面 ,美

国及国际金融体系也需要中国的参与。但是如果从相

互影响而言 ,两者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国际金融体系

深度塑造着中国相关的法律规范和制度 ,然而中国更

多地还是处于适应和遵约的阶段 ,尚没有能力去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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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金融体系施加较为实质性的影响。勿庸置疑 ,目前

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考虑到中国正在由一个贸易大国成为一个金融大

国 ,中国、美国以及国际金融体系之间的互动在未来将

变得非常重要 ,而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为在参与

的过程中更好地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维护国家利

益 ,中国必须认真思考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 ,加入国际金融组织对于拥有巨额外汇储备

以及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重要影响的中国而言 ,已经

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很多国际金融组织欢迎甚

至邀请中国的加入。中国要转化思路 ,认识到现在的

重点应该是 : (1) 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加入 ; (2)

在“加入”之后如何“参与”并在其中发挥影响力。

第二 ,由于既有的金融组织更多的是反映创始国

的观念聚集和利益诉求 ,具有天生的创始国利益偏好 ,

所以中国在强调加入乃至参与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的

同时 ,还必须要重视设立新的地区性金融组织甚至国

际性金融组织 ,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做的目

标 ,不是为了和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对抗 ,而是为了更

好地改变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先天性的不利地

位。可以预见 ,如果中国创设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上海

合作组织”,其在国际金融体系内的回旋余地和战略空

间将会大很多。

第三 ,应该看到 ,美国在金融领域“接触”中国的战

略 ,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美国利益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战略客观上也有助于中国。中国和美国在国际金

融领域固然存在诸多分歧 ,但也分享许多共同的利益。

特别是在次贷危机席卷全球以及中美金融依存程度加

深的当下 ,中美两国更应该在金融领域寻求合作 ,共同

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 ,中国在现阶段不应

该挑战美国在其中的主导地位 ,这既不现实 ,也于己

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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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金融组织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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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意义 ,还可参见周小川 :《中国反洗钱现状与未来》

〔J〕,《科学决策》2004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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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U S N uclea r U m b rel l a Pol ic y t o w a r ds RO K : S t a t us Q uo a n d Pe rsp ec t i ve by 　Chen Yue

The N uclear U mbrella p olicy has been adopted by t he U nited States si nce t he Cold War as an i mp ortant f ounda2
tion to establish and sustai n its global alliance system . It means t hat t he US will p rovide nuclear p rotection f or

its ally w hen t he count ry was i n danger of a nuclear t hreat . In a broader sense , it is a self2def ense right , wit h

a goal to p revent N uclear Prolif eration , and assure t he nuclear deterrent of t he US . Whatπs more , it is an i m2
p ortant i nst rument f or t he US to establish t he global alliance system and carry out its global st rategic plan .

Si nce t he establishment of t he US2Korean alliance , t he US has been p rovidi ng t he N uclear U m brella to RO K.

Wit h t he adj ust ment of t he US nuclear p olicy and t he develop ment of t he nuclear technology , t he N uclear

U mbrella p olicy has developed f rom an applicable t heory i nto p ractical operations . Its scope and object have

been st retched , too , bri ngi ng huge t hreats and challenges to t he local sit uation .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 t her Count ries

30 　I m p acts of Co nf ucia nis m up o n Fo rei g n Rela t i o ns i n L a t e Q i n g D y nas t y by 　Xiong Zhiyong

Traditional Conf ucianism had a st rong i mpact up on f oreign relations i n modern Chi na. Guided by t his t radi2
tional t hi nking , t he Chi nese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agai nst t he expansion of western capitalism . All of

t hem failed because of t he changes of ti me and w orld stit uation . N ow t he key characters of t he ep och remai n

t he same. The negative i mpacts of t raditional t hi nki ng shouldnπt be overlooked w hen ef f orts are made to revive

t raditional t hi nki ng i n our current diplomacy.

36 　A Revie w of Rece n t L i t e ra t u re o n U . S . —C hi na Ene r g y Rela t i o ns —Co m m e nt o n t he dif f e re nce a n d

si m ila r i t y of t he e ne r g y s t u dies bet w ee n sc h ola rs f r o m C hi na a n d t he U . S .

by 　Wang Lianhe & Zhou Yunheng

The rapid growt h in Chi naπs energy demand i n recent years has made energy relation an i mp ortant part of Si2
no —U . S . relations and caused great concern among t he government and p ublic ci rcles of t he U nited States and

China. Scholars f rom bot h count ries f ocus on t he i nteraction i n t he domai ns of upst ream , middle reach and

dow nst ream of oi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 he U nited States . Compared to t hei r counterparts f rom t he U .

S . , Chinese scholars have to i mp rove t hei r t heory and met hodology i n t he f ield of energy st udies , w hich will

enable t hem to f i nd good p rop osals and sound p olicy f or deali ng wit h Chi naπs energy securit y .

41 　T he A m e rica n Fact o r i n C hi naπs Pa r t icip a t i o n i n I n t e r na t i o nal Fi na ncial S ys te m by 　Song Guoyou

Chinaπs deep participation i n i nternational f i nancial system is a logical result of Chi naπs peacef ul risi ng. The U2
nited States , a domi nant nation in current i nternational f i nancial system , plays a crucial role i n t his p rocess .

Af ter brief ly reviewi ng t he history of Chi naπs participation , t his article st udies A mericaπs i nterests , p olicies and

ef f ects duri ng Chi naπs participation . Some concl usions and suggestions f or China are p rovided at t he end of t he

article .

46 　T he Ev ol ut i o n of t he P r o2Tai w a n Ca uc uses M ove m e nt i n J ap a n af t e r t he Es t a bl is h m e nt of D ip l o m at2
ic Rela t i o ns bet w ee n C hi na a n d J ap a n by 　Ding Zhaozhong

Af ter t he normalization of Si no2Japanese relations , t here still have many p ro2Taiwan caucuses i n Japanese p olit2
ical ci rcles . Those caucuses have evolved t hrough f our p hases and have taken some actions i n each p hase to sus2
tai n and even st rengt hen t he relations of Japan and Taiwan , w hich have serious ef f ects on Sino2Japanese rela2
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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